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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年伊始，噩耗突至：闻一多先生长孙、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闻黎明教授因病医治

无效，于 2022 年 1 月 3 日在北京逝世。不胜惊愕，不敢相信，怎么好好的就走了？！

2016 年以来，我们每年至少都会见面两三次，并就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畅谈。

每次见面，我感到他的精神还是不错的。当然，我也知道，他的身体并不太好，但却

四处奔波，为“西南联大史料长编”及“西南联大数据库”建设等多个课题项目而忙碌，

可谓鞍马劳顿。我认为，他有一种明显的紧迫感。

我们相知近 40 年，近 20 年交往比较多。一想到此，过往的事就一件件浮现眼前：

2016 年，在武汉大学参加闻一多国际学术研究会；2019 年，到湖北黄冈师范学院及浠

水县参加闻一多诞辰 120 周年学术研讨会……

尤其是 2017 年，黎明教授邀我参加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召开的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

会。当时，我正忙于《近代云南文化史》的写作，对于参会颇为犹豫。最终，他的热

忱使我应邀赴会。其间，他介绍我认识田汉的侄女田伟，帮我完成了考察藤泽海滨聂

耳遇难纪念碑的夙愿。田伟还促成藤泽市议会邀请我们访问，并专门召开交流座谈会。

我向日本研究聂耳的友好学者及藤泽市议会赠送了我的著作《人民音乐家聂耳》。日

本之行，黎明教授使田汉的后人和聂耳的故乡人联系起来。

思绪万千，最终怅然难释。

2021 年 3 月 29 日，黎明教授打来电话，约我赴滇西考察。他知道我参与腾冲滇西

抗战纪念馆的策划及布展工作，也熟悉松山战场遗址。接着，他发来“滇西考察日程”，

地点有大理州、保山市、腾冲市等。他还在微信中说：“很高兴与您一起走走滇西，

这只是计划，可以修改。”当时，我正在忙于《中共西南联大地下组织简史》的增订

撰著，感到 8 天时间有点长，因此有些犹豫。他说，时间是有点长，于是又提出第二

行程计划，我可以减少 2 天到大理（考察当年联大教授到大理讲学）的时间。殷殷之情，

我不能再推辞了。一切安排妥当， 4 月 1 日出发。

然而，计划没有变化快。先是黎明教授来电话说，一位领导考虑到疫情，出于安

全因素不同意去德宏；同时考虑到路程太长，建议乘飞机到腾冲，然后在当地租车到

周边及松山考察。3 月 31 日，瑞丽发布疫情通报，疫情防控形势严峻，黎明教授又发

来微信：“我想还是安全第一，这次行程取消。我们以后再去，反正我肯定要走一次的。”

我当即回复：“安全第一是对的，机会应该不是问题。疫情现在限制

了我们不少活动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”

现在看来，黎明教授走了，机会再也没有了。真是留有憾事未

了时！

（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教授、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会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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